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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随着教育的不断改革，我国非研究生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变

动，基于此，以下文章主要针对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现状分析，研
究所存在的问题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的策略，改革招生选拔
制度，加强优秀导师队伍坚实，完善教学培养模式，加强宣传效
应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，适时开展主题讨论；更新健全的社会
支持体系，并对非全日制研究生的特点进行了描述，对非全日制
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类问题以及现状进行了深入分
析，针对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等方面的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
析总结，并在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。

1  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现状
1.1 生源质量参差不齐，学习动机差异明显
非全日制研究生大部分的来源是政府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单位

等等的在职人员，招收的人学门槛并不是特别高，导致学生的科
研水平参差不齐。部分的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已经是公司单位的主
要技术精英，希望通过学校的教育来加深自身的理论学习并提高
科研创新能力，进而解决实际工作当中科研所遇到难题；有还的
是普通员工，希望通过学习而获得更好文凭以及得到单位领导的
重用或职位的晋升[1]。

1.2 学习形式不同，无法保证学习质量
对于非全日制研究生学习形式以及学习模式是不同的，大部

分的学生都是采用进修班或集中各个学生的时间来进行授课的方
式，比较常见的是短课时授课;也有部分学生通过自学、或者网络
授课等形式来进行学习，在教育快速改革的背景下，非全日制研
究生可以与学校全日制的研究生一同进行上课学习等等。这种多
样式的学习方式，无法保证学生所学习的效果以及质量。

1.3 培养过程中缺少对于学生的管理、监督
对于大部分的研究生培养企业、单位来说，当将重心放在

培养全日制研究生上面，并且具有相对丰富的培养全日制研究生
的教育经验。因此，对于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，主要都是沿用
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以及借鉴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经验的基
础上进行教育，不会有针对性地为非全日制研究生来制定新教学
内容，教学形式也比较单一，教学内容过于注重偏于理论，没有
重点突出在职人员所具备的实践能力的特点来进行教学。学校对
非全日制研究生教学要求标准是比全日制教学低的，并且在管理
以及监督方面也比较弱。

2  改进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的对策
2.1完善招选学生的选拔制度
作为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培训单位，在招受非全日制研究生

时，应当做好做好严格的把控以及资格审查的一切工作，并且在
复试的环节当中与全日制研究生的考核标准一致，必要时将研究
生所提供的资料与所在单位联系进行后续核实，进而保证非全日
制研究生的生活质量[2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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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　要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现在，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，这些发展为国家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、
专业人才培养奉献了巨大力量。2016年我国教育部针对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革，将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位证书给予
了与全日制研究生相同的法律效应以及法律的地位，并坚持二者统一标准的培养，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拉开了新的序幕。基于
此，本文主要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现状分析与研究进行简要阐述，以下仅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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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改进培养非全日制研究生模式
对于非全日制研究生的综合培养，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

况，来灵活安排教学考试、实践以及考核等等环节，适当的放宽
学习年限，给予那些在职人员预留充分的时间以及空间，时刻保
障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业有成[3]。在目前的机制中，我国研究
生的教育是实行导师负责制，没有高标准、高水平的导师队伍，就
无法培养出优秀的的研究生，尤其是对于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，
有其突出的特点,这些学生大部分都存在着不理解专业理论知识以
及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的问题,但是缺有这丰富的阅历
以及实践经验，善于沟通、与他人的协作能力比较强。因此，从
这一点入手，为学生展开针对性的教学模式。可以大大提高学生
的学习能力。

2.3 为学生营造学术氛围，开展主题探讨
学校应当充分利用目前现有的教学资源以及条件，进而开展

具有针对性的校园学术交流活动，例如在自己所在的工作岗位中
记录已获得的上获得实践报告等，全面促进非全日制研究生之间
的经验互动，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，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，
加强他们的学习初心，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，使学生更加坚
定自己的学习目标[4]。

3  结束语
总的来说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，是全面培养优秀创新型

应用人才的重要渠道之一，也是响应国家所倡导的教育政策的终
身学习的具体体现，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以及接纳，在教育的不
断发展，我国更是在2016年之后，更加标准规范了非全日制研究
生教育，并且在招生环节、培养方式等等环节与全日制研究生保
持了统一标准，而且也保证了培养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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